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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機工程學會秘書長 / 陳昌勇

國立海洋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 / 陳慶紘

一、認識中國電機工程學會

「中國電機工程學會」於民國二十三年

在上海創立，至今已有九十一年歷史，是我國

最悠久的電機學術團體。在歷任理事長、理監

事、全體的會員支持下，各項會務發展迅速，

分別於 1953年成立高雄分會，1956年成立花

蓮分會，1982年成立台中分會，以聯絡電機
工程同好，研發電機工程學術，協力發展我國

電機工程事業為宗旨。目前擁有個人會員一萬

一仟餘人，團體會員九十五個單位，是一個很

大的社會團體，專業領域也隨著科技進展，從

電力、電信，擴展至電子、資訊等領域，現任

理事長為國科會吳誠文主任委員。

電機工程如何面對時代的變局及 
應對人工智慧帶來的衝擊與建設

圖 1　吳誠文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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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年電機領域的發展

電機工程對於推動近代人類文明發展可

謂居功厥偉。台灣從二十世紀 70年代開始，
在產官學研各界的共同打拼下，時至今日儼然

已經成為世界公認的科技之島，而電機工程領

域包括電信、電力、電子、資訊，無疑是位在

這個科技發展歷程的中心軸線上，相關產業更

是推升台灣經濟起飛的最大的動力。在過去十

年，電機相關科技的進展速度令人目不暇給，

在電信領域，通訊科技不但已經徹底改變人類

溝通的方式，更逐步朝整合陸海星空、無遠弗

屆以及萬物聯網的願景發展；在電力領域，我

們深刻感受到因應氣候變遷對淨零碳排的迫切

需求，以及在多元化再生能源供應的趨勢下，

未來在維持供電穩定、強化電網韌性以及智慧

能源管理的重要發展方向；在電子領域，矽晶

片過去在摩爾定律下不斷地推進，台灣更因此

站上世界的最前端，未來矽晶片如何突破物理

極限，以及新興化合物半導體的發展，仍將是

推動其他科技領域發展最重要的基礎；在資訊

領域，過去除了帶動各行各業的數位轉型，近

來人工智慧的風起雲湧，更勢將對人類社會帶

來前所未有的衝擊。可以說，我們目前正站在

尖端科技加速發展的風尖浪頭上，面臨諸多的

挑戰，但也帶來相當多的機會。

圖 2 90週年慶祝大會本會常務理事陽明交大林一平講座教授（左）、成功大學
蘇炎坤院長（中）主持會議與陳昌勇秘書長（右）會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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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工智慧的崛起

人 工 智 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在
2000年後崛起，AI技術的應用範圍也迅速擴
展，如今已成為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重要科

技，現代 AI技術的發展，特別是深度學習、
生成式模型和大型語言模型（LLM）的應用，
對運算資源、記憶體、電路設計等各方面都

提出了極高的需求與挑戰。AI對運算環境的
高度需求，也一同帶動諸多相關產業，諸如

Nvidia（輝達）、AMD（超微）等公司，在近
年都有非常亮眼的成績；Nvidia創辦人黃仁
勳以及AMD董事長蘇姿丰皆為電機科技人。
2024年黃仁勳在臺灣出席台北國際電腦展期
間，曾受訪表示：「臺灣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電

子產業的中心。」其核心原因就是臺灣優秀的

半導體產業鏈，臺灣以「護國神山」台積電

為首，已成為世界的半導體產業中心，政府

也積極規劃相關政策，如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特別預算辦理「Å世代半導體 -前瞻半導體

及量子技術研發計畫」（Å世代半導體計畫），
國科會推動「智慧終端半導體製程晶片系統

研發專案計畫」（半導體射月計畫 )，國科會
跨部會推動的「晶片驅動臺灣產業創新方案」

（晶創臺灣方案），教育部的「智慧創新關鍵

人才躍升計畫」、「人工智慧技術及應用人才

培育計畫」等等，從產業、研究、人才培育

多個面向齊頭並進，期望奠定臺灣於世界科

技電子產業界的領頭羊地位。

四、人工智慧帶來的衝擊與展望

國科會在 2017年提出以「小國大戰略」
的思維來推動人工智慧的策略，藉此策略引

導臺灣成為人工智慧發展重鎮，進而孕育人

工智慧新興產業應用發展。於 2016至 2018
年間，可說是人工智慧最易募資期，只要

你有創意的想法，創投公司就毫不手軟地挹

注資金，人工智慧的新創公司可說是遍地開

花。但那段期間的人工智慧新創公司最後大

都因為缺乏成熟產品及穩定的商業化模式而

虧損或退出市場。

然 而 在 2022 年 11 月 橫 空 出 世 的
ChatGPT讓生成式 AI變成全民運動，各行
各業和不同的年齡層的使用者都競相投入此

類工具的使用，上線 5 天就吸引到 100 萬
使用者的嚐鮮使用，兩個月後更有上億使用

者的踴躍參與，立下人工智慧發展史的另

一個難以跨越的里程碑。2023 年彭博情報
（Bloomberg Intelligence）的研究報告顯示，
生成式 AI可望為 AI產業帶來新一波爆發性
的成長，預計 2032年市場規模有望成長至
1.3兆美元（約 40兆台幣）。所以，全球又再
度把目光聚焦於 AI產業如雨後春筍般地於世
界各地冒出來。雖然 AI產業看起來情勢大
好，但生成式 AI極度仰賴高價的算力和龐大
的數據資源。若是沒有成功的商業模式，沒

有任何一家企業可以持續這種耗費鉅資的算

力軍備競賽。

生成式 AI夾帶著其日新月異的強大功
能，正無所不在地在各個領域造成莫大的影

響和衝擊，雖然帶來很大的發展機會，但也

伴隨著很高的風險挑戰。無論是生成文字、

影像、音樂或影片的生成式 AI工具，不僅可
以減輕繁瑣的工作負擔，更是創意的來源，

可以快速地驗證概念的可行性、組合出新作

品或創造出新的服務。但也伴隨著許多有待

解決的高風險，如：極度仰賴數據量和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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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吳誠文理事長（前左 8）與理監事合影，由左至右依序為清華大學徐碩鴻院長、中山大學李志鵬校長、清華
大學王晉良講座教授、陽明交大林一平講座教授、台灣大學吳宗霖院長、中研院逄愛君主任、中華電信資分

公司楊慧琪總經理、長庚大學郭斯彥院長、台灣大學廖婉君副校長、中華電信黃志雄執行副總經理、國科會

吳誠文主委、成功大學李清庭名譽講座教授、台電公司許國隆副總經理、國科會林法正副主委、前資策會執

行長卓政宏、中華電信簡志誠董事長、台達電郭大維技術長、工研院電光所張世杰所長、陳昌勇秘書長

的規模（未來人工智慧的話語權很可能逐漸

集中在掌握人才、數據和最豐沛軟硬體資源

的大型公司或國家手裡）、資料的智財權問

題、工具濫用問題和答案正確性等問題。

人工智慧的影響可能會遠超過工業革

命。人工智慧可說是一把雙面刃，它一方面

可以促進社會福祉（如：智慧醫療、智慧城

市、智慧教育、智慧製造、智慧農業、智慧

電商、智慧娛樂、智慧資安、智慧財務、智

慧社群等），但若沒有適當的規範，可能會適

得其反，造成極大的社會衝擊。不能因為擔

心 AI的負面影響，就因噎廢食，不積極投入

AI的研究。在發展的同時，必須及早制定好
相關的法律和倫理的規範，以確保人類的基

本權利、法治、環境永續性和降低使用風險。

如何面對產業轉型、地球環境變遷和功

能日益強大的人工智慧的挑戰呢？必須在人

工智慧、半導體、網通科技、智慧醫療、數

位學習、能源科技和永續發展等技術研發和

人才培養上需要盡早提出因應措施。惟有及

時擬出具引導性的政策發展策略、組成堅強

的跨域研究團隊、投入前瞻技術的研發和培

育足夠多的跨域人才，才能解決產業轉型升

級和台灣科技島人才荒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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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協助產業轉型升級和人才培育，中國電

機工程學會扮演了功不可沒的角色。學會匯

集了產官學研各界的精英們，針對國家的產

業發展提出重要的建言、研擬資訊通信相關

國家標準、協助教育部辦理過大學院校電機

與資訊相關系所的學門評鑑、出版極具影響

力的電機工程學刊和電工通訊季刊等刊物、

舉辦多場介紹新知的重要學術演講及具影響

力的國際研討會、設置多項獎項獎勵電力、

電信、電子、資訊等電機相關領域有重大貢

獻的學者與工程師。

AI是人類發明的極佳科技，徹底顛覆既有
生活型態，更將創造過去無法想像的價值。每

當突破性的新技術或工藝出現時，人們總是會

擔心自己的生計受到威脅，例如：18世紀，工

人們反對蒸汽動力的出現；30年前，網際網路
懷疑論者也數不勝數。不過，歷史告訴我們，

隨著新技術的發展，我們在這個星球上的角色

將隨之不斷改變。如今我們已開始適應並應用

AI技術在許多領域，並將其嵌入到日常生活
中，也逐漸在創造新的工作文化，透過 AI工
具提升我們的能力。AI宛若是一個巨大的「新
能源」，也是一種新的生產力，你現在已經可以

輸入幾個簡單的指令，就讓 ChatGPT生成出完
整的文案，甚至可以任意的更換文案內容的風

格、語言及情境，AI使我們更聰明地工作，而
不是更努力地工作。共同推動 AI技術的進步和
發展，為社會和產業的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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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全球生成式 AI市場規模


